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现代性
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
高人民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
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2017年 12月，国务院颁布的
《志愿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对志
愿服务组织的法律地位、 规范管
理和扶持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
系统的规定， 它的出台将进一步
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发
展，提升志愿服务整体效能。

志愿服务组织的联合联动

据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全国在该系统登记的志
愿服务团体数量为 423204 个。
而据《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2017）》显示，目前，由机关、单
位、 企业主管的团队数量最多，
占总数的 43.51%； 其次为挂靠
在社区的团队和在民政部门登
记注册的志愿组织，分别占总数
的 17.69%和 16.18%； 社会自发
的志愿服务团队也为数不少，占
8.58%。

在志愿服务组织快速发展的
同时，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
类型的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也成为
新趋势。 从全国和各地的整体状
况来看， 全国已有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 中华志愿者协会等全国
性志愿服务行业组织和重点领域
志愿服务行业组织，23 个省份成
立了省级跨领域的枢纽型志愿服
务组织， 多数较大的市也成立了
地区性志愿服务组织， 初步形成
了志愿服务行业组织体系。

志愿服务组织对志愿者的
服务保障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据
《中 国 志 愿 服 务 发 展 报 告

（2017）》 调查数据显示，90.92%
的志愿服务组织帮助志愿者进
行注册，77.87%的志愿服务组织
定期根据志愿者表现进行表彰，
88.11%的志愿服务组织为志愿
者提供了基本服务。

志愿服务将是最大规模的
共享经济

按照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国
到 2020 年时志愿服务的目标参
与率可以达到 13%，即届时志愿
者规模可达 1.8 亿。 和众泽益志
愿服务中心创始人王忠平博士
更指出，“未来志愿服务将是中
国最大的共享经济”。

在中国，大量的企业都在做
基础志愿服务，而现在已逐渐演
化到技能志愿服务和专业志愿
服务。技能志愿服务指的是用一
门熟练的技术为他人或组织解
决技能性服务，而专业志愿服务

则是以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帮助
其他组织开展独特的发展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全国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共
773,758 个 ， 比 2016 年 增 长
10.2%。但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机
构规模较小，人力资源缺乏仍是
整个公益行业的基本现状。而通
过专业志愿服务，可以有效地缓
解公益机构人力资源匮乏的问
题。企业可以发挥专业优势搭建
志愿服务者队伍，为公益组织和
其他类型机构服务。

而《慈善法》《志愿服务条
例》的相继出台，除了为企业志
愿服务明确了法制化的发展路
径， 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让
企业志愿服务呈现出新的趋势。

志愿服务成为部分人群的
生活方式

据《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2017）》显示，大部分志愿者保
持平均每 1~3 个月参加一次志
愿服务活动的频率，志愿服务正
在成为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

在这其中，60%以上的志愿
者都参加过社区服务。通过进一
步分析发现，类似“邻里守望”这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之所以能吸
引大批志愿者参与，是因为此类
活动非常有利于构建和谐社区，
不仅能够减少治安问题，增加社
区安全感，还能促进邻里关系融
洽，更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

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人们共
享时间财富， 共享经验智慧，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尽一己之力。

在我国现今阶段， 志愿服
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构成部分，但展望未来，志
愿服务更应该主动地参与社会
治理， 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构成和有
生力量。

在“互联网+”信息化科技
飞速发展时代，一家三代间的
信息鸿沟逐渐显露 。 老年人
“未富先老”、空巢老人孤独寂
寞都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
问题。“夕阳再晨”项目积极发
挥科技助老的经验与服务优
势，以“信息科技服务 ”为特
色，深入社区并通过一系列管
理制度与联动机制，实现“三
社联动”， 有效地促进社区自
治和邻里守望，总结出一套以
志愿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的新模式。

社区附近的大学生缺少对
老年群体的了解与关爱，老年人
如今所面临的“数字鸿沟”也是
有目共睹，让青年人与老年人相

互碰撞，相互帮助，以一种创新
的方式弥补双方因社会问题带
来的部分缺失，更好地解决社会
问题。 此外，通过社区服务搭建
起邻里守望的交流平台，社区居
民相互交流熟悉，并由此产生互
助养老、社区服务队，可有效地
促进社区融合自治，提升公共文
明程度。

夕阳再晨科技助老项目现
已在全国 9 个省、10 个城市、34
所高校中成立了 36 支志愿服务
队，共有 1650 名志愿者，每周共
服务 34 个社区， 直接服务社区
老年人 8000 余人， 间接受益人
数达 80 余万人。项目联动政府、
社区、高校等多方资源，在政府
指导下了解老人需求及社区相

关安排， 同时与高校服务队谈，
部署具体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规
模，是社区与高校志愿服务队之
间的纽带。

其中主要的助老新模式为
通过街道、社区和夕阳再晨志愿
服务基地共建合作协议，分别提
供资源对接、活动场地、课程内
容讲授，更好地完善三方共建合
作机制，构建了亲如一家的和谐
家园；通过建立夕阳再晨社区志
愿服务基地与夕阳再晨服务队，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定期教授电
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方式，构
建互联互通的关系；通过举办兴
趣联谊会，联系周边资源实现区
域化资源共享建设并为共建资
源单位挂牌，帮助老人更迅速地

融入社区；通过老少互助，专业
社工带领老人和大学生志愿者
一起参与才艺大比拼和公益沙
龙活动分享人生经验，实现老有
所为。

在“三社联动”的背景下，
该项目以社区为志愿服务平
台， 发挥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作为社会组织的作用，
以社会工作者为骨干， 深入社
区，通过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
的科技助老服务， 满足社区老
人对电脑知识的基本需求，把
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开
展小组活动，进行个案服务，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 促进政府职
能转变，推进“三社联动”社区
治理新模式的探索。

更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志愿服务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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